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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史、农民问题、改革与现代化问题研究，主编《农
民学》丛书，出版专业著述《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市场的昨天与今
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
实选择》、《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陕西通志》魏晋卷（合著）、宋元、明清卷
（合著）、《经济转规与社会公正》（合著）等，随笔集《问题与主义》、《天平集》、《思无涯，
行有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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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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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精彩短评

1、读过了近百万字的《秦晖文集》后，再读此书已无太多亮点。
2、秦晖专注研究，只谈学术不搭权贵，文选见地深刻，醍醐灌顶。起点公平让人不仅是人文关怀更
是人们应该思考的基本起点问题。在关注农民方面，学习到历史上兼并的反抑问题的实质和核心问题
是什么，皇权与地方权贵争权。在发展经济方面，口头主张的那些公平正义，与保障，实践中利益的
分配都是人们应该思考。本书的一大收获是在良心道德之外，我们的是非观应该是什么，谈什么就说
什么。
3、作者知识太渊博，太洞见。
4、   真问题。老郎后来的观点秦老师基本上都提到过
5、选篇目的人脑子有点问题啊⋯⋯每一辑里的选目内容都是类似的，只不过探讨的问题稍有变化，
本质思想一以贯之。读起来感觉就是点赞——重复——点赞——重复——这样的循环。大共同体和产
权明晰都是看熟了的，几篇文献综述性的学术史还是颇有趣。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和南斯拉夫内乱真
不熟，算是补课。文化决定论那篇做得很好啊，逻辑上推漏洞真是出色。但是秦晖的写作目的一直是
文以载道，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就比较弱。听说金雁是秦晖的媳妇儿的心情就像听说万峰老师是二婚头
的时候那么复杂⋯⋯后记可以看出编辑是傻逼。不能再面对同一个信息源了啊，接下来要看点左的东
西。
6、非常喜欢秦老师
7、也是在高中时读的，没想到那时我居然敢去读秦晖，呵呵
8、昨天看的，怎么加都加不上，二十年前的作品，还是有启发，很多常识和真相，一直没有普及，
继续被掩盖
9、长篇比短篇好看，关于两部电视剧的分析，捅了当下同样搞此类文化研究者的后腰。
10、逻辑清晰，说理透彻。语言简练而生动。
11、秦晖的中心思想可以简单归纳为一句话：当权者行政干预越少，则社会的活力越大。
12、这个时代是需要人们思考的时代，是需要坚守的时代，是要有对自己准确定位的时代。在历史转
折的关键时刻，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批“为此准备”的人，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理性的声音，有真诚
、有功底的历史叙事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这要比世俗的“成功”或“过好日子”更有价值。
13、我就一迂腐的平民，次等主义之大问题，我就不去操心了
14、令人震动。拜读恨晚。
15、这个本科时就读过，从此一直敬仰秦晖老师，在此仅以此书，纪念那本不能言说的著作。不能说
，正是因为说出的是雷、是电，是力量。
16、可能很多“爱国者”读后，会多少改变原有的想法⋯⋯
17、49之后大陆还是有文科大师的。。。读中国史著作总是很蛋疼，中学历史教材写成这个烂样子，
全是落后十年以上的错误观点，那就放开鼓励独立思考，别强迫别人记忆了好吗？！
18、欲阐明历史，理清人之思想
19、往返火车上看完了。
20、一半大众文一半学术文，不过跳过学术文只看大众文就能了解秦晖的主要思想了。
21、大二假期看的畅快淋漓的一本书
22、启蒙之作，对秦晖老师仰慕至今
23、秦晖对国内左派和右翼的批判是很切中要害的，中国多一些这样的左翼自由主义学者多好
24、秦晖金雁夫妇很好很棒。看了100多页，弄清了很多灰色认知区域～
25、： �C53 
26、即使是二十年前的书 依旧有启发 秦晖用复杂的方式宣传常识 可惜依旧没有多少人知道 阻力好大
27、应该早点读的，受益良多，见贤思齐。

28、为什么社会主义者爱美国，而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29、秦晖基本观点合集~国企改制~分家~土地制度~~私域讲自由, 公域讲平等..主义日新月异，问题一
仍其旧~问题误置~
30、真心看不懂- -暂时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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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31、跟秦晖老师长见识了
32、《“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一文暗指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
知识界。俄苏19到20世纪的历史研究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堡垒。
33、起点一旦过去，道路的惯性就会增加，选择的可能性将减弱。
34、这严重令我怀疑将来是学电影学吗，要不是导师推荐我这辈子不会看这本书，但这本书的目的大
概是要告诉我，你亟须扩大知识面，盲点太多
35、反洗脑
36、震惊于作者知识的渊博和逻辑之清晰，尤其是那篇批判文化形态史观的长文
37、学着看一点。
38、秦晖的每本书都很有见地
39、秦晖是个明白人
40、秦晖的好文章，他的卓识和他的局限，基本都在这里了
41、十年前带到国外两本书，秦晖的这本书，朱学勤的另一本。今日看来，虽然仍稍嫌浅显，却是清
流。推荐。
42、     秦老师提出问题差不多领先郎教授十多年。
43、还是牛呀。
44、老师说的好，秦晖自己就是一所大学。
45、四大主流思想：民粹，自由，寡头，民主社会主义
46、借以标记《走向帝制》。
47、虽然农民和经济问题基本不了解，关于公平的论述很厉害
48、大家风范
49、这本书思想很棒，就是内容读着让人有点烦躁。
50、读的一知半解 不过还好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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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精彩书评

1、当时看这本书真有思想上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此知道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个人.最近他的&quot;贫民
区&quot;说法争论比较大,几年前他的影响还没现在这样子.
2、在中国，他最早启示人们关注公平，因为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他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理解，是
杰出的当代中国思想家
3、在市面上一直没找到这本书，直到年前从沉香书屋的卿松处借来复印了一本。由于自己读书的坏
习惯，东翻一页，西看一章，到如今还没看完。不过书读的慢自然也就读的细，以下笔记来自该书中
一文“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历史不能仅仅归结为学术史（应当说这正是当今思想研究的
一大通病），一种有生命力的思想决不可能脱离现实的“问题意识”而仅仅从学术传承的脉络中产生
。在欧洲，哈耶克与其以前的“消极自由”先驱伯克都出现在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中：当时“自由
秩序”已然确立，伯克时代的英国已在一个世纪前完成了“光荣革命”，哈耶克时代的欧洲自由秩序
也已有百年的历史，这时有人不满于这一秩序的弊病，而百计千方以某种设计得很“完美”的方案取
代它（卢梭－雅各宾派思想、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都被归入这类“完美”设计中）。于是哈耶克们提
醒人们：自由秩序虽非尽善，但仍然可欲，轻弃之而代之以想入非非的“人为设计”是会带来灾难的
，因为人的理性有限，还是顺其自然为好。显然，伯克－哈耶克们的问题是捍卫（“保守”）自由，
而非建立自由。哈耶克提醒人们“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陷入“通往奴役之路”，这一提醒是以人们本
来未受奴役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
但他却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他只是说“通往奴役之
路”往往走不得，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何在？“走出奴役之路”又哪里去寻？从哈耶克
那里我们懂得了，自由是可欲的，但问题在于：自由如何可得？哈耶克的理论在两种情况下是极富有
意义的：第一种情况是身受奴役而不自知，甚至仍然陶醉在想入非非之中。犹如在“文革”的狂热时
期，那时我们如果能够读到哈耶克的书（《通往奴役之路》当时已有内部“灰皮书”译本，的确有少
数人是读到了），或许就不会做蠢事。第二种情况是已经身处自由秩序而自足，总想挖空心思去追求
更“高级”更“完美”的理想，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新老左派。当然他们对哈耶克的批评是不服气的
，但他们与哈耶克的争论总算是在讨论“真问题”（而不像在另一些本无“自由秩序”的地方，“新
左派”的反哈耶克便是在玩弄“伪问题”了）。而人们如果接受了哈耶克的看法，认识到自由秩序虽
有弊病但仍可欲，并且是人们可能建立的弊病最少之制，那么这种秩序也就可以稳定长存了。但在另
两种情况下，哈耶克的理论便显得意义不大（并不是说他错了）。其一是人们已身处自由秩序之中但
很自足，并无想入非非改变现状的强烈“自负”。缺少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就属这种情况，正如李普
塞特所说，美国既无工党，也无保守党，既无社会主义，也无“欧式保守主义”。其二是自身受奴役
而已自知，自由可欲但未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消极自由主义”对人的理
性（包括理性的两个方面即德性与智性）的要求都是极为低调而“现实”的。“计划经济”需要深奥
的“科学”来为动态经济方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人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
“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不侵犯他人权利。
应当说这些要求比“社会主义新人”要好做得多，因此人们曾经认为“私有化”比公有化好搞，市场
经济比“计划经济”容易实现。然而东欧国家当年苏军开进去，一道命令便实现了“国有化”，而剧
变后的私有化却迁延日久，一波三折，以致有“两个没想到”之惊呼――“共产党垮得这么容易，连
反对派都没有想到；私有化这么难缠，连共产党都没想到。”在中国，从1949年革命胜利到1956年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才不过7年时间，而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至今已二十年有余，犹未看到尽头！稍为
明白事理的人都清楚，如今阻碍改革的不是什么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而是现实的厉害关系。起码对
于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放弃乌托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摆脱强制却难乎其难。因为对一
些人来说，强制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而对更多人来说，反抗强制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哈耶克的
理论作为一种捍卫自由秩序的理论是成功的，作为对一些从自由秩序而沦入“受奴役”状态的社会之
解释是有效的。但这一理论作为建立自由秩序的理论便未必成功，用它来解释从不存在自由秩序的社
会之历史与现实，更未必有效。
4、在图书馆书目繁杂而排序混乱的书堆里发现了这本书，秦晖写的的《问题与主义》，颜色显得暗
黄，出版于1999年底，封面有些破旧，扉页还还有一串像是电话号码的数字。内容页倒显得完整和干
净，似乎之前没有其他人阅读过。随手翻翻，所到页面的字句都显得有些生涩，或许因为之前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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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

都没有像它有这么多的长句，以至于我的思维面对令人咂舌的长句子时往往单薄得首尾不相顾。然而
这本书却令人着迷，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些探讨，尽管写于六七年甚至更久以前，但今天读来却依
然值得深思。例如对国企改制问题的看法，对腐败的反思，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探讨的对象在今天仍
旧新鲜；甚至这些问题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是被新的词汇和描述所变味了，事实却是六年的历史似是原
封不动的。秦晖在他的书中始终不忘强调自由和公平，这两种相互依存的社会理念或社会状态，它们
在不同的时空里，在两者中的哪个是前提上是不一致的——而在中国，公平——尤其是起点的公平确
实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仍然盛行将1980年代后的改革和东欧的变革相互比较，我在大部分时间里坚信
，东欧的改革是停滞甚至是 “堕落”的，秦晖的言论让则我感到了此前的无知。中国的国企改制很多
是在政府越权情况下出卖企业而完成的，原来养活企业的工人此后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然而东欧
如波兰者，因其有强大的工会而要求在进行市场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工人利益——买主必须承诺保证工
人就业。拿今天中国的社会福利和波兰相比，很容易发现，以短视的眼光嘲弄长远的选择的确相当愚
蠢。无论是“卖”也好，“分”也罢，在市场化道路上工人都不应该成为双手空空的无业者，而“庙
穷富方丈”这样的起点不平等则更令人不能容忍。在市场化上，我们与其大讲自由，远远不如先保证
平等，尤其是起点的平等。在市场的条件下，如果政府可以真正地履行《行政许可法》且市场健康的
话，那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利索当然可以自由竞争。然而若是从一开始，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平等的
起点，那这些自由便成废话。如秦晖举的例子，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如果不是将土地平等
的分配给农民个人，而是将整村的土地划给村长或者村大队队长作私人庄园，那这种改革不仅农民无
法接受，且这样的“起点不平等”上再谈农民与村长、大队长之间自由竞争就没有意义。更简单的比
喻是：在跑步比赛里，把某些人置于起点，而却把某些人放在终点附近，那么不管比赛的规则如何平
等竞争如何自由，在终点附近的人都必然能够胜出；但如果起点平等的话，那么结果就算有差别也不
可能相差太大。不过，秦晖似乎过于强调起点平等了，以至于很少有关规则平等的内容；当然这不是
忽视，而是令人觉得强调不够。尽管起点平等不会让“结果不平等”太过明显，但越是远离起点，这
种“结果不平等”则会越来越凸出，以至于在另一个时候又成了新的“起点不平等”，此时又该如何
再次实现新的“起点平等”呢？
5、释迦拈花，迦叶一笑。--题记1、谈问题：股市与楼市只有提出真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比如说
怎么避免在中国股市中亏钱，假问题是应该用技术分析还是基本面分析来炒股，应该炒长线还是炒短
线，中国近期的经济趋势对股市走势有何影响等等，因为这些问题的前题是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有可能赚到钱（而不是只有靠内幕消息才能赚钱），炒长线和炒短线有区别（而不是都是亏），中
国A股市场确实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形势（而不是A股和中国经济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事实上这些前提
都是错的，所以这些问题就都是假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真问题是炒股作为许多种赌博中的一种，
和吸烟酗酒吸毒一样，是一种能使人上瘾的坏习惯，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戒除？如何防止更多的人沉
迷于炒股这种坏习惯之中。一句话，任何假定炒股能赚钱的问题都是假问题，真问题是应当怎样防止
在股市中越亏越多？还有一个假问题经常在网上看得到，那就是楼市什么时候会崩盘？这个问题假设
了楼市一定会崩盘，而这个假设就是不成立的。因此真问题应当是：接下来十年房价还要翻几倍？2
、谈自由：束缚与保护自由有很多组对立的概念，即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自由、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
自由、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我能做什么的自由和别人不能对我做什么的自由、唯理论自由和经
验论自由、高调的自由和低调的自由、可欲的自由和可得的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抽象的自由、肯定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我能做什么的自由、唯理论自由、高调
的自由、可欲的自由；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具体的自由、否定的自由、消极的自由、别人不能对
我做什么的自由、经验论自由、低调的自由，可得的自由。我们追求摆脱束缚的自由，得到的却是失
去保护的自由。3、谈理性：工具与价值研究问题有四个角度，也即四个维度，分别为：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工具非理性、价值非理性。其中工具理性研究的是这是什么，价值理性研究的是这应当是
什么，这两个角度是绝对主义的，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工具非理性指的是以被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是
什么，价值非理性指的是承认你有你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不以你的价值观来决定我应当是什么，
这两个角度是相对主义，不追求所谓是绝对真理。4、谈发展：演化与播化就文化来说，就存在着演
化论和播化论之争。主张演化论者认为文化之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的文化最终将取代落后的文
化，西方社会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而其他亚、非、拉文化都是落后文化，因此人
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基督教文化最后一统天下，其他文化最终消亡（或者如一些新儒家学者认为，
儒家文化才是人类社会最后的解药，所以人类社会最后的归宿是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其他文化最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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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这个角度就是价值理性。而主张播化论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所有文化之间的传播和
交流都是偶然的，并不存在一个文化必然取代另一个文化，文化的传播正如布朗运动一样，是完全随
机的一个过程。5、谈依赖：文化和利益文化宿命论往往假定有这样两个民族，一个是天生热爱被奴
役，一个是天生喜欢自由；一个是天生喜欢公平，一个是天生讨厌公平；一个喜欢自己的命运由自己
说了算，一个觉得自己的命运由掌握在别人手中更好；一个喜欢竞争，一个讨厌竞争。实际上那些被
人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特征，其实只不过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文化的地域
差别远远不如文化的时代差别更为显著，同为基督教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与那个时期的儒教对
人的束缚没有什么两样，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则除了还信仰那同一个上
帝之外，并无多大的共同之处。那些用文化来强加解释的问题一旦用利益来分析，所有的问题都一目
了然了。被奴役的民族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由，而是奴役者过于强大，他们无力反抗；那些生活在
不公平的社会中的人也不是讨厌公平，而是欲公平而不可得而只能忍辱偷生；那些命运由别人说了算
的人不反抗只是反抗的代价太大；那些表面上讨厌竞争的人只是因为不公平的竞争失去了太多的利益
。正如工人反对国企私有化和农民主张分田单干不是因为工人文化和农民文化有什么不同，而只是国
企私有化了之后本来还有一部分资产属于他的企业变得和他毫无关系，而分田单干之后本来属于别人
（集体）的田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了。所以那些基于文化的路径依赖理论、锁定说都是胡说，真正的依
赖不是文化的依赖，而是利益的依赖。6、谈平等：起点与规则平等也有几对矛盾，比如说形式平等
还是实质平等，起点平等还是规则平等，起点平等还是结果平等，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可欲的平等
和可得的平等。首先我就应当承认我们每个人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有人生下来就是富二代，而有
的人生下来就是负二代，那么在这种起点不平等的前提下去竞争，肯定结果是不平等的，但是我们要
知道，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最怕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不是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之争，而是在起点不
平等的前提下的规则平等和规则不平等之争，也就是说我们我们要防范很多人打着争取起点平等的旗
号去破坏规则，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既起点不平等、又规则不平等。要防范有人打着起点平等的名号搞
”反竞争的伪公平“和打着规则平等的旗号搞”不公平的伪竞争“，最后在这种”反竞争的伪公平“
与”不公平的伪竞争“的怪圈中沦回，离公平的竞争环境越行越远。7、谈国家：意识形态与共同历
史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认同，这种国家往往是被一种外力强制造成，往往埋藏着
许多矛盾，有一种天生的不稳定性，这种国家认同建立在一些外部条件上，比如说强有力的统治者，
如铁托统治时期的南斯拉夫，或者强有力的外国势力和国外军队，比如匈牙利等前东欧的许多社会主
义国家，或者与外部世界的有效隔离，比如在金家王朝下的朝鲜。而基于共同历史的国家认同则往往
有更少的矛盾，也能够有比较强大的内聚力，比如说二战后的日本，虽然是一片废墟，但是因为内部
矛盾较少，所以能够在几十年之间迅速重新从一张白纸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其实是基于意识形态
的国家与基于共同历史的国家的糅合体，所以这三十年总体来说是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但近十年来
在在藏、疆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危机 ，而且即使在非少数民族省份，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不知淡化
意识形态认同，增强共同历史认同是否是一条出路？8、谈国情：文化与制度正如我们常常调侃中石
油的油价一样，国际油价涨，国内的油价也涨，这叫做国际惯例；国际油价跌，国内的油价不跌，这
叫做中国国情。文化和国情一样，常常被用来当作一切中国不如外国之处的挡箭牌，但是很多被称作
文化差异的问题实质上是制度差异，而制度问题背后是利益问题，许多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都是
注定劳而无功的，但是如果从利益角度去分析，所有的问题立刻便迎刃而解，因此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和文化宿命论都是不成立的，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人类学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
族的特征，即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
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也就是说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文化是民族的载体。而按照秦晖对
文化的定义，文化指的是”一切无优劣，不可比的民族标识“，也就是说文化应当排除掉一切可以比
较的因此（如制度）。这两种定义都 否定了文化绝对主义，即文化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肯定了文
化相对主义，即文化都有其价值，文化是不可比较的。但是也要警剔很多人把制度归类于文化，然后
以文化不可比为理由，认为制度也没有优劣之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制度是是可比的，比较的指标
就是自由和公正，也就是说越是自由和公正的制度就越是好的制度，而越是不自由和不公正的制度就
是坏的制度。任何以文化为借口为不公正和不自由的制度辩护的人都只不过是在指鹿为马罢了。而不
可比的是什么，比如说圣诞节还是端午节，吃烤鸡还是吃棕子，这些没有比较的指标，就是不可比较
的，所以都是与文化相关的议题。9、谈文化：能指与所指能指之文化往往是广义的文化、抽象的文
化，所指之文化则为狭义的文化、具体的文化。你当然可以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指一切东西，这正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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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戏称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但是通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概念游戏，把制度
因素、利益因素造成的今天中国各种不自由、不公正之现实，统统归结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劣根性，
则是不公平的、浅薄的。我们知道，中国在公务员考试制度实施之前，进入政府系统主要几条途径就
是子女顶班、部队复员分配和大中专院校分配，而前两项与其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致的，倒不如说是
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设立的两项制度。以马克思五种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认
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能按照优劣排序，依次演化，虽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受到很多挑战，从当初的
绝对真理的神坛上摔落下来，但是那些文化型态史观论者以文化决定论为中国当下之不自由与不公正
辩护，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导致的，则更加是谬之千里。一句话，持社会形态发展史观者
对全世界不同的文化机械地求同是错的，而那些文化型态史观者对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简单地求异则同
样是错的。10、谈主义：左派与右派说到主义，就不能不谈现在欧美社会中的左派和右派之争。所谓
右派，大抵信奉的是科学主义和现实主义，即关心的社会是什么，探究并承认“血淋淋的残酷社会现
实”，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主张采取激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现状，这一派在经济学中的代表就
是奥地利学派，如果发展为极右，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法西斯主义。而所谓左派，大抵信奉的
是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即关心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是不是应当如他们所认为的应当那样，
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认为现有制度是不合理的，要想办法改变甚至推翻目前的制度，甚至不惜使
用暴力革命，这一派在经济学中的代表，就是凯恩斯主义，如果发展为极左，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
共产主义。而所谓的主义，其实掩盖了背后的利益，即所谓右派和现实主义就是即得利益者，我已经
分得了蛋糕中的大部分，你们大家都别来动我的，这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其他有钱人；而
所谓左派和理想主义就是未得利益者，蛋糕都 被你们拿了，我要求重新分配，这部分人包括穷人、学
生（学生也是穷人）和教授（专心于学问的教授也是穷人，天天走穴拿演讲费、骗国家科研经费的教
授有钱，但这些人往往都不是左派）等。
6、大共同体   |  小共同体  |  个人权利..... 法     .... |  ......       儒    .... | ....         道寡头主义      .....     自由主义民
粹主义       .....    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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